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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史论研究：前沿问题卷》主要内容包括: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中国对外开放
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中国特
色城镇化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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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历程
题一　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
　一　中国改革开放的背景和开端
　二　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
　三　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
　四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到新世纪
　五　十六大以来的全面开拓和创新
题二　中国对外开放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一　1978-2001年我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轨迹
　二　世界贸易组织的加入与退出
　三　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关系简史
　四　中国从“复关”到“人世”
题三　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一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的提出过程
　二　农业现代化建设60年
　三　工业现代化建设60年
　四　国防现代化建设60年
　五　科学技术现代化建设60年
题四　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题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一　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经验
题六　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一　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是改革开放以来科技事业发展经验的科学总结
　二　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要求
　三　深刻理解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的科学内涵
　四　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题七　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
　一　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客观必然性
　二　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内容与特点
　三　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战略体系与框架设计
题八　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一　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　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基本内涵和主要特征
　三　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必须把握的几项重要原则
　四　世界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的模式和基本经验
　五　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六　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实现途径
题九　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
　一　城镇化的提法比较符合中国国情
　二　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初步推进和经验总结
　三　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现实选择和发展走向
　四　城乡一体化是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走向
题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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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形成过程和基本内涵
　二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历史和现实的选择
　三　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
题十一　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
题十二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研究
题十三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题十四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题十五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题十六　中国特色基层群众的理论与实践
题十七　我国现阶段的阶级和阶层
题十八　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题二十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和实践
题二十一　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
题二十二　生态文明与建设生态文明战略
题二十三　社会主义社会和谐理论
题二十四　科学发展观若干重要问题研究
题二十五　走和平发展道路
题二十六　社会主义模式的历史回顾和理论思考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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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需要指出的是，建立统一、规范的居民委员会是在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和计划经济体制初步确
立的背景下进行的。
这对新建立的居民委员会及其以后几十年的演变有着深刻的影响。
在那个“单位办社会”的时期，居民委员会所要管理和服务的，主要是那些没有正式工作单位的非在
职人员，即那些实际上处在主流社会边缘的人群。
当时的居民委员会不仅是与正在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作为对尚不完善的
计划经济体制的补充而存在的。
这种计划经济体制的印记，在以后的很长时间里使居民委员会的作用受到了限制。
　　20世纪50年代后期出现的“大跃进”等政治运动，对城市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建设产生了深刻影响
。
居民委员会不得不把很大精力放到政治运动当中去，半行政化现象严重；同时，它的某些服务职能得
到拓展，为改善人民生活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这一时期，居民委员会虽然在运动中几经曲折，仍有所发展。
但是，“文化大革命”再次使城市基层群众自治制度遭受到极大破坏。
“文化大革命”初期，居民委员会陷入混乱状态，多数一度瘫痪。
1967年以后，居民委员会相继恢复，普遍改称居民革命委员会或里弄革命委员会，其负责人主要由街
道革命委员会指定，其工作也主要由街道安排，其中许多工作是脱离居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的。
例如，用很多的精力来抓阶级斗争、进行形式化的政治宣传、管制被认为有各种问题的人等等。
这时居民委员会的管理职能严重政治化，已经成为街道或区党政机关的“腿”。
　　2.城市居民自治制度的恢复和快速发展时期（1978-1992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
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的进行，城市居民委员会的组织建设得到了全面的恢复和发展。
继恢复居民委员会的名称和体制之后，1980年1月，国务院重新公布了1954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同时重新公布的还有《治安保卫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人民调解委
员会暂行通则》。
1982年，党中央和国务院明确规定，居民委员会的工作由民政部门归口管理。
这样，就基本恢复了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前居民委员会的体制和原则，把城市基层群众性自治工
作重新纳入法制的轨道，从而结束了历时20年的曲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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